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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录

1．关于全区公社、镇标准名移的通告
宜署发(1982)80号·：⋯⋯⋯⋯⋯⋯⋯⋯⋯⋯⋯⋯⋯⋯⋯⋯⋯⋯⋯⋯⋯⋯·(376)

2．宜宾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大队命名的通告

宜府发(1981)168号⋯⋯⋯⋯⋯⋯⋯⋯⋯⋯⋯⋯⋯⋯⋯⋯⋯⋯⋯⋯⋯⋯(378)

3．地名首字笔画排列顺序检索表⋯⋯⋯⋯⋯⋯⋯⋯⋯⋯⋯⋯⋯⋯⋯⋯⋯⋯⋯(379)

十，绩后记⋯⋯⋯⋯⋯⋯⋯⋯⋯⋯⋯⋯⋯⋯⋯⋯⋯⋯⋯⋯⋯⋯⋯⋯⋯⋯⋯⋯⋯⋯⋯(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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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

发生变化。

地名，是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相互交流情况的一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包括国

家大事，国际交往都离不开地名。同时，地名是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素有重视地名的优良传统，著名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就有十六部有
d

《地理志》，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地名志》，也就是一个朝代的地名录。 ．

●

我们党是一向重视地名工作的，建国以前，对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地名，除绝大多数

沿袭旧名外，即使有必要进行一些更名和命名工作，都极其严肃慎重。建国后，我们党领导

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重视地名工作。周恩来总理对地名曾多次指示，中央人民

政府连续多次颁布了有关整理地名的命令和文件。无论是对旧地名的清理和新地名的命名，

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歧视以及许多对重名和生僻字地名的更改，做了

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县位于四川省南部，宜宾地区西陲，幅员面积3597．5平方公里，人口百万以上。长期以

来，由于地名缺少史料记载，民间讹传、误称较为普遍，失去了地名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

本来涵意。再加以“十年浩劫”中，以破“四旧”为名，极其草率地更改大队以上行政区划

和场镇街道名称，使地名更加混乱。给行政管理、公用事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1 981年5月开始，至12月底止，

以八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对我县重名的11个公社、271个生产大队．

15个街村大队和16条街，路．巷，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宜宾地区行署和县人民政府极其慎重地进行了更名和命名，并布

告周知全县和有关专业单位执行。同时，以1958——1960年版的1：5万地图为基础，普查

了县境内地名5135条，其中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260条，纠正了错音，错字，

锗名地名873条，新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及街，巷名称1166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难化、规范化的要求。上报的四项成果，经省，地验收，符合规定。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
‘j．o!j

第一次。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又经

有关专业部门和单位的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使地名普查成果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根据上级规定，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

《四川省宣宾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共收集了各种文字概况108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名胜古迹、企事业单位共6041条，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

注栏内对多数现用地名的名称来历和含义作了简要的注释；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

l：20万的全县行政区殳IJ图，标注了农村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名称。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据，是按县统计局1980年底的上报数。

I

宜宾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2年6月



，坤
宜宾县概况

-宜宾县位于四川省南部，宜宾地区西陲，西南与云南省盐津县．水富县，宜宾地区屏山

县，乐山地区犍为县、沐川县为邻。北接荣县、自贡市，东连富顺县，南溪县，宜宾市，高

县。北纬28。187—29。167，东经104。Ol 7一104。497。幅员面积3597．5平方公里。辖地状似

蘑菇。按一九八O年统计，全县辖13个区，1个区级镇，88个公社，2个社级镇，662个农

村生产大队，15个街村大队，6，652个生产队。全县共有人口l，029，288人，其中男527，256

人，女502，032人，非农业人口57，171人。除苗族142人及为数很少的回族外，余均为汉族。

县治柏溪镇位于宜宾市西南i3公里处。

历 史 沿革

宣宾县古为焚人居住地范围。《说文》作焚从人在棘中，犍为蛮夷也。《礼王制》屏之

远方西日焚。注：焚，倡也，使之偏寄于远方也。周武伐纣，焚人兵助，功封焚侯国。《汉

书地理志》应劭注：“焚道，古焚侯国也。”蒲孝荣编《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以下简

称蒲编)蜀郡条：．“战国时，周慎靓王五年，即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置。领

县可考者，有十二县。焚道县为其一”。依汉制“县有夷狄日道”，焚道之称应始自汉。

《华阳国志》焚道县条：“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城之，治马湖江会。”

秦皇为巩固封建帝国， “履至尊而制六合，”为临察四方，放“车同轨”而修五尺道通

南中经石城山。《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颏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武帝

时唐蒙、张骞经由焚道通夜郎，滇国，以开拓西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

(郡初治遵义)，焚道属之。莽新改为焚治(详《蒲编》P．9)。光武兴仍复焚道县，东汉、

蜀汉，西晋皆因之。成汉(公元303—347年)因僚乱县废。东晋复焚道县，’南北朝刘宋，南

齐皆因之。梁为戎州焚道县，西魏复废。北周为戎州外江县。隋初仍为戎州外江县，炀帝大

业三年(公元607年)复改名焚道县(治如前)属犍为郡。唐仍为焚道县属戎州(州治设今

南溪县李庄公社)太宗贞观中徙治回焚道城，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因水患迁治于今

之宜宾市旧州公社。五代前、后蜀(公元907—965年)仍为戎州焚道县。宋初为戎州南溪郡

焚道县，徽宗政和四年(公元lll4年)改戎州为叙州，改焚道县称宜宾县。元为叙州路宜宾

县。明属叙州府，清因之。民初属永宁道，1935年属第六行政督察区，解放后属川南行署区

宜宾专区。1952年8月合省后属四川省宜宾专区。1951年6月析城区建宜宾市，分治。1965,

年迁驻今治。

又今之宜宾县地，汉有朱提县之设，晋有存5耶县之置，隋有开边县之建，至唐，郁耶

卜旷



又更名义宾县(取慕义来宾之意)，武后中又有归顺县之立。迄于宋，义宾县又更名为宜宾

县，复废为宜宾镇入焚道。北宋末又复以镇为宣化县。其间置废析合，错综复杂，头绪甚

多．各志均分述之。

1．朱提县，《宜宾县志》“朱提汉置，后汉废。”同书。朱提置与废无考。”又同书

朱提山条： “治西五十里，昔产银，汉《诸葛武侯书》“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食。”

新唐志之朱提县以此得名。”光绪版《叙州府志》“汉朱提县以山得各，明统志日朱提山在

叙州府西南五十里，《方舆纪要》日： “朱提废县在府西南”，宜宾旧志日废县在朱提山下皆

非也。”《太平寰宇记》曲州朱提县条“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安上县，七年(公元624

年)改为朱提。”《康熙字典》“朱提县属犍为出善银”等等，或各持一词，或自相矛盾，

史据不足，未取臆断，惟从实录，存疑待考。

2．存l；邬县、《新唐书地理志》义宾本存B耶，天宝元年更名，又省抚夷县入焉。《元和

志》义宾县东南至戎9'H160里本南安县地。《方舆纪要》存I；邬废县下，汉县属犍为郡，后汉

省，诸葛武侯南征置邬存5戍，晋日存l；邬县改属建宁郡，宋、齐因之，梁废·隋大业中复置，

属犍为郡，唐武德二年省，三年复置属戎州，天宝初改为义宾县，宋初因之，太平兴国初因

讳改日宜宾，熙宁四年省为宜宾镇。《蒲编》义宾县条： “唐初，仍为存隅器县。太宗真观八

年(公元634年)析置抚夷县。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乃改存I；鄂县名义宾县，并省抚夷

县入。”“宋初，为义宾县。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改名宜宾县。神宗熙宁四年

(公元1071年)省为镇。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又复置宣化县。”南宋、元因之，明

太祖洪武中，省宣化县入宜宾县。

3．开边县，《隋书地理志》，开边县开皇六年置，七年度训州入焉，大业初废恭州、

协州入焉。《元和志》县东北至戎州65里，本汉焚道地，《新唐书地理志》贞观四年，以石

门、开边、朱提三县置南通州，五年析置盐泉县以隶之。八年日贤州，是年州废，以石门、

朱提、盐泉置抚夷县及开边隶戌州。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宋史地理志》乾德

中废开边县，《寰宇记》废县在马湖，朱提两江口。旧通志在府西南60里，今为开边乡。光

绪版《叙州府志》“开边乡今改安边乡”。

4．归顺县，《新唐书地理志》归顺，圣历二年析存B邬县地以生僚户置。《元和志》在

开边县北130里野客Jll上。贞元元年以僚叛废，永泰二年复置。《宋史地理志》乾德中废归

顺县。《蒲编》治设今宜宾县隆兴公社。《太平寰宇记》以上二县(指开边、归顺)皇(宋)

朝并入焚道县。

归纳上述，系统条理，今之宜宾县源自两脉：

焚道县：西汉(焚遭)，新莽(夔治)．东汉、蜀汉，西晋(焚道)成汉(废)，东晋

(焚遭)，西魏(废)、北周(外江)，隋，唐、五代、北宋(夔遭)，(隋置开边县、北

宋并入焚道)、北宋末(宜宾)，固定至今。

存5耶县：蜀汉(存5邬戍)，晋(存5耶县)、梁(废)，隋(存5邬)．唐玄宗(义宾县)、

(武后分存5邬县置归顺县，宋废)，宋太宗初(宜宾县)，宋神宗(宜宾镇入焚遭县)，北

宋末(宣化县)、(宋徽宗时政区调整后宜宾县、宣化县并设)直至明初省宣化县入宜宾县。

2



，蝓

撕

政区，清嘉庆版《宜宾县志》辖28乡52场。光绪版《叙州府志》无更，与今之辖区多可

对照。解放前辖六个区。1951年分出宜宾市后，所余五个区分为十六个区。1952年又析为二

十个区。辖二百个乡、十个镇。1955年合并两个区后为十八个区，辖乡、镇数如前。1956年

撤区并乡后为七个区辖七十五个乡及十九个直属乡。1957年将十九个直属乡与原来七个区共

为十个区，辖九十四个乡。1958年公社化时，划给宜宾市九个乡一镇后，全县分为十二个区，

辖八十五公社。1959年将漆树、仲权两公社划给自贡市。1963年又划为十三个区。1963年

由宜宾市划进六个公社。1964年由宜宾市划进六个公社一镇。1964年7月共为十三个区，及

新成立柏溪镇，辖九十七个公社。1966年撤并六个公社，1974年划给云南省三个公社，区划

始稳定为今日之十三个区一镇，八十八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公社镇。

宜宾县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宋末为抗元兵铁骑，宜宾军民扼守金，岷二江要津，以横江

为策应重地，设伏兵于鸭池、高场险塞，英勇抵御，使元兵不能轻易取叙州之地。明末农民

义军张献忠部张化龙据叙州城，宜宾人民力援，击退明守将樊一蘅之反扑，败退古蔺。清成

丰农民义军首领兰朝鼎，李永和，先后据石城山，屡挫清军。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避清军

之锋锐，退据康滇山区，重组革命力量，恢复天国大业，曾率众入风仪、经横江，渡关河而

西。清末，朝廷腐败，出卖路权，岷汪。水电”传信，县人纷纷响应，聚众请愿，砸毁衙署，

为满清覆灭，民国诞生，作出贡献。袁氏称帝，蔡锷护国，军之左翼，出滇西而经我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党的前辈恽代英的部署下，1925年冬，中共宜宾特支成

立。蒋介石发动“4．12”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特支受到破坏。历十二年的艰难岁月，

宜宾县中心县委组成，领导本县四乡及庆符，屏山，高县，珙县的党组织，鼎盛时期，党员

三百有余，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川南。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建国

前后英烈辈出，其中有著名的刘华，赵一曼、郑佑之、李筱文，唐治平、陈绍光等烈士，或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或在阴森残酷的敌狱内，或在决生死于瞬息的刑场上，为党为人民，

为祖国，为民族，威武不屈，英勇顽强，甘洒热血，光辉业绩将永著史册。

宜宾县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岷江西南金沙江以北之皇天顶，

玛瑙山，天宫堂，锣锅坪、黄茅埂、斗蓬顶、统山、青山，少峨山等山，为邛崃山脉的余

脉。金沙江以南之石城山，鹅公岭，断头山等山，系云贵高原大凉山支脉。公元26年川西南

发生大地震，曾波及我域。1975—1981年有过3—5级地震发生。地表为三叠纪，侏罗纪浅

灰、紫红色砂岩、沙泥岩互层；河谷地带广泛发育第四纪河相沉积物。岷江东北为浅丘和丘

陵，海拔高度为291米到508米，岷江西南及金沙江南．北为山岭、深丘、槽谷和浅丘相间，

海拔高度为340米到1362米。沿岷、金二江两岸的冲积坝区，相对高程略高于二江枯水位，特

大洪水尚有被淹没的可能。除部分山区宜林，宜茶之外，其余地区均为粮食作物区，沿江坝

区为经济作物甘蔗，土菸，花生，油莱产区。多种经营以樟油，油茶．茶叶为主。地下蕴藏

有丰富的天然气及煤、铁等。本县属岷江水系，兼有金沙江流经县境约20公里。岷江干流由

西北至东南纵贯全县，金沙江由西南至东北横贯安边区。岷江东北岸面积约占全县的60％。

两江之间面积占20呖，金沙江东南岸面积占20％。本县属中亚热带气候类型并有南亚热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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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年平均气温为17．8℃，最冷月(1月)平均为7．4℃，最热月(7—8月)平均为26．9℃，

积温(≥6℃)为6301．7℃。年降雨量1179．5毫米，多集中于七，八、九三月，约占全年降

雨量的57％。无霜期年344天，最短也有307天，灾害以春、夏、伏旱为主，安、横，双三区

又有雹灾，据记载1948—1951，1963一1967，1972一1980三段年限内，每年都曾出现。

三、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工农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为16，909万元，人平164元。

农业：现有耕地107．9万亩(田69．3万亩，土38．6万亩)，农业人口人平1．11亩。粮食作

物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其次为小麦、玉米等。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

油莱、土烟、水果等。多种经营有樟油、油茶、茶叶、芽菜。尤以花生通过选择、加味、烘干而成

的“天府花生”，国内驰名，并远销国外。宜宾芽菜，历史悠久，乃调味之上品。樟油产量居全

国第一。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大搞农田水利，共修水库227座，有效蓄水量达到一亿七千

万立方。山平塘7834口，石河堰269道，水轮泵站37处，电灌站187处(240台，13083匹马力，提灌

面积44万亩，占耕地总数45．94)为农业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县委认真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

使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6l，640万斤(如加上社会产量可达86，000万斤)，较之1963年

的29，363万斤，增长了1 26．5％比1 976年增长25叻以上。农业人口人平生产粮食634斤(经济作

物区上交任务未作为粮食加入总产)。1980年水稻播种面积664，368亩，总产37，370万斤；

小麦256，530N，总产7，700万斤；玉米156，154亩，总产5，891万斤；甘蔗26，419亩，总产

14。032万斤；油莱38，924亩，总产690万斤；花生73，286亩，总产18，937万斤；茶叶12，675

担。年末生猪圈存57万头。当年出槽腮猪30万头，有耕(水)牛64，75l头。全年集体农副业

总产值10，884万元。交售给国家的粮食12，278万斤，人平126斤。社员人平口粮446斤(最高

483斤)，人平分配收j入．72元(最高230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l 39万元，占人民公社农副业

总产值的10．7％。

工业：解放前，现辖区内只有粮食加工．榨油．小农具等手工业生产，现已建立起煤

厂、氮肥厂、磷肥厂、印刷厂．雷管厂、陶瓷厂、水泥厂，酒厂、丝厂、水电站等。农机共拥

有中拖132辆。小拖470辆，柴油机6，071台，计68，714匹马力，汽油机194台，计638匹马力，

电动机1，038台，计20，84l匹马力，水泵5402台。198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3，0 00万元，小

水电装机容量3，631珏，合成氨5，090吨，磷肥15，1l 5吨。

交通：解放前全县只有公路4公里，现已修成了750公里，绝大多数公社通汽j车。水运

方面，岷江在我县64公里，金沙江在我县约29公里，可通4)3吨轮船，越溪河可通航49公l里

(其中30公里为木航)，关河可通航19公里(其中9公里为木航)，文星河机动船可航10公

里。县汽车队拥有汽车38辆载重152吨。

商业：本县是国家商品粮油及甘蔗基地之一。每年可为国家提供贸易粮10，865万斤，食

用植物油料折油567万斤，甘蔗4，109万斤，芽菜40万斤，其他农副产品 (下接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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